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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曜

2月15日，在涪陵区百胜镇张家湾智慧矿山信息指挥中
心，整面墙的液晶屏前摆放着一排电脑，摄像头监测着各个
工作场所。大屏幕不时闪烁，矿区人员的实时位置、边坡的
稳定情况、整体环境的气体、风向等数据一览无余。

“以前非煤矿山的开采缺乏系统思维和整体规划，一些
企业‘一顿操作猛如虎’赚到钱就走了，留给政府和老百姓一
个个烂摊子，破坏了土地不说，严重的还造成了山地滑坡等
地质灾害。”市应急局非煤矿山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周相松
介绍，3年来，重庆部分区县试点探索“全生命周期安全绿色
智慧矿山”，即将在全市推广。

“全生命周期安全绿色智慧矿山”旨在改变行业粗放式
发展，提供了哪些经验与启示？

“一张网”统管
不仅安全还降了20%成本

在指挥中心内，工作人员吕明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扯着喉
咙拿着对讲机大吼。“现在通过系统可以实现智能调度。”吕
明指向了大屏幕。画面里大卡车显得十分“聪明”，自己会去
寻找排队最少的坑位。

让大卡车“耳聪目明”的是联网的智能调度系统。“大卡
车块头大，后面的车根本看不到前面的排队情况，很容易造
成堵塞，靠得太近还容易发生安全事故。”吕明介绍，指挥中
心的画面，卡车司机也能看到，可以提前寻找最佳位置。

支撑智能调度系统的则是分布在矿山的大大小小600
多个摄像头，不仅仅是监测，还拥有AI识别和预警功能。

“你看，大屏幕上有一个红色区域，那是高压配电室等高
危区域，不能随便进入。只要有人靠近，系统会自动报警。”
吕明作为一线管理人员，在与同行交流后认为，工人安全意
识薄弱是矿山安全生产最大的一块短板，AI功能的摄像头能
及时防范遏制违规行为。

“把视频、监控、管理等系统汇成一张智能大网，延伸到
非煤矿山的每一个角落，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安全生产水
平。”该矿山由重庆恒昇大业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和运营。该公司负责人吕剑介绍，智能系统“一网统管”
后，不仅生产成本较以往降低了20%，最重要的是实现了协
同管理，让企业各部门不再各自为政，“安全”理念贯穿在矿
山规划设计、建设施工和生产运营的全生命周期中。

矿坑弃土
“变身”生态农田

在距离矿山不远处，挖掘后留下的矿坑蓄起了水，变成
了连片、平坦规整的高标准农田，种上了水稻。

“如何处置矿渣和弃土一直是困扰政府与企业的棘手问
题。以往开采表土后，主要堆放在排土场或者尾矿库，随着
工程量的增加，矿渣和弃土越堆越高，还容易引发泥石流。”
周相松称。

“对企业而言，弃土矿渣经济价值低，运输成本还不低。”
吕剑介绍，“之前听说重庆交通大学研发了‘沙漠土壤化’生
态恢复技术，我们也向高校问计，希望专家学者给我们支
招。”

近年来，市应急管理局牵头，矿山企业与重庆大学、西南
大学、重庆交通大学等科研院校合作，开发出矿山生态重塑
技术，让矿坑弃土“变身”生态良田。

“涉及的技术比较复杂，我们也在不断地探索改进。”吕
剑仅以防漏水举例，企业在矿山废渣填平土地的基础上，铺
设了20厘米厚的混凝土层、5厘米厚的黏土层和防渗毯，最
后形成了30厘米厚的黏土层、30厘米厚的犁底层、以及50
厘米厚的耕作层土壤。

目前，该矿山已打造了200余亩示范良田，预计未来10
年可打造约7300亩农田。

2025年非煤矿山
安全管理信息化率达100%

“直接采掘天然资源，资源利用率低，开采完后满目疮
痍对环境造成极大影响。”周相松表示，建设“全生命周期
安全绿色智慧非煤矿山”本质上是以“安全”“绿色”“智慧”
为核心理念，逐步实现传统矿山生产的数字化、智能化转
型，最大限度减少矿山开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日前，市政府已发布《关于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
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打造全生命周期安全绿色智慧非煤
矿山”，力争到2025年，实现非煤矿山开采、铲装、运输、通风
等主要作业工序机械化率达到100%，安全管理信息化率达
到100%的目标。

下一步，全市将推进物联网、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
术在非煤矿山安全领域创新应用，推动非煤矿山机械化减
人、智能化换人，加快非煤矿山安全管理信息化和重点岗位
视频监控系统建设。

同时，全市也将加快落实非煤矿山智能技术、装备推
广应用的财政、税收、信贷等扶持政策，对企业购置并使用
《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18年版）》中
的专用设备，可以按专用设备投资额的10%抵免当年企业
所得税应纳税额。

智慧赋能
打造安全绿色矿山

工信部日前公示的2022年度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中，重庆海亮铜业有限公司、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等29家渝企入
围。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52个，绿色园区5个，绿色产品48款，绿色供应链5条。这些入围的企业或
园区给绿色发展带来怎样的启示？来看记者的调查。

□本报记者 栗园园

农业生产离不开农膜的使用，但若
不及时回收，田间地头的“伏地膜”就会
造成大量“白色污染”，进而破坏土壤，影
响农业生产。农膜的安全回收，与农业
绿色发展息息相关。

2月16日，从市供销合作社传来消
息，2022年全市回收废弃农膜1.2万吨、
回收率达91.4%，已超过“十四五”期间国
家、重庆分别对农膜回收率达到85%、
90%以上的任务要求。

在山区农业土地零散的现实情况
下，面对农膜使用不集中、回收成本高等
重重困难，我市废旧农膜回收率近年来
仍持续提高，并稳居全国前列，被誉为全
国“膜范生”，这背后有何妙招？

方便农户交售——
回收网点覆盖面广

“织密服务网点，方便农户交售废旧
农膜是基础。”市供销合作社经济发展处
调研员高仁伟介绍。

我市山区面积大，不仅土地零碎，农
户居住也比较分散，要交售农膜就得自
行转运到乡镇回收点，由于价格低、费劳
力，农户普遍缺乏积极性。“尤其是小农
户，本来农膜用量就小，大都不愿为了卖
几块钱多费事。最后要么扔在地里，要么
就烧掉。”高仁伟坦言。

2018年，我市将废旧农膜回收利用
工作纳入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建立了“村、乡镇回收
转运——区县集中分拣贮运——区域性
加工处置”的农膜回收利用体系。目前，
全市已累计建成村级回收网点6947个，
覆盖率达到86.8%。

在潼南区太安镇头滩村，农场主米
春表示，自从他的农场成了当地的农膜
回收点后，通过广泛宣传，村民都统一将
农膜放在他的回收棚，等待镇上统一来
收。“田间地头、河道沟渠很难看到废旧
农膜的影子了，土质也变好了！”米春说。

更有区县作出进一步探索。近年
来，南川区供销社就依托种植大户，将回
收点建在了基地上。

在大观镇金龙村，腾春蔬菜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姜国强说，作为种植大户，农
膜用量较大，虽然通过回收可以回笼一
些成本，但量太大也给转运、处理带来很
大困难。

“现在我们的转运车辆直接开到大
户的基地，顺带可以把周边散户的农膜
一起收走，效果特别好。”南川区物资回
收总公司负责人吴道明说，通过服务“触
角”再延伸，去年南川农膜回收量接近
328吨，比上一年度增加104吨。

提高交售积极性——
农膜回收有了“保护价”

农膜回收难，除了交售不方便外，价
格也是影响农户积极性的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我市农膜回收价格不高，
以地膜为例，每斤不超过0.2元。“许多农
户用膜特别节约，一张农膜会反复使用，
因此一年下来可以回收的农膜可能就值
几块钱。”巴南区供销社下属定点农膜回
收企业负责人商泽华说，回收价格低影
响用量少的农户的回收积极性，而这部
分农户数量又特别多。因此，提高他们
的积极性，是提升农膜回收率的关键。

去年，我市在鼓励回收企业加大上
门服务力度、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运用
政策资金，加大对回收企业的补贴力度，
进而提高农膜回收价格，并制定了农膜
回收保护价：地膜每斤0.35元、棚膜每斤
0.7元，提高了农户的交售积极性。

在巴南区，通过区级财政资金增加
补贴，地膜、棚膜的回收价格每斤分别达
到0.5元、1元。

巴南区石滩镇供销社理事长刘顺友
介绍，在市区两级财政补贴下，村民交售

农膜积极性高涨，除了选择现金收购外，
还可以用农膜换种子、肥料等农资。石滩
镇供销社回收点一个星期大约能收200
至300公斤的农膜和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农膜得实惠，现在大家都养成了积
极捡拾农膜的习惯。”

从源头解决残留——
推广可降解地膜

春耕时节，在沙坪坝区回龙坝镇五
云山村，区供销社工作人员来到冠科农
业专业合作社，安排全生物降解地膜的
推广使用。

“可降解地膜效果确实好，亩产值一
年能提高20%左右！”合作社负责人周旭
说，2021年，在区供销社的推广下，她试
用了30亩全生物降解地膜，发现这个地
膜不仅保温保水能力超过普通地膜，抑制
杂草的效果也特别好，不仅提高了作物产
量，还减少了除草、捡拾农膜的人工成本。

周旭表示，普通地膜比较薄，极易破
碎，就算人工捡拾也很难捡干净，土壤会逐
渐板结。而全生物降解地膜可就地腐化
成为土壤肥料，无需回收，对大户来说特
别省心、省力。结合她本人意愿，今年沙
坪坝区供销社计划在周旭的合作社推广
使用可降解地膜250亩，形成示范效应。

高仁伟说，全生物降解地膜效果虽
好但价格偏贵，是普通地膜的2倍多，近
年来，我市每年划拨150万元财政资金，
以大户为主开展全生物降解地膜推广，
从源头解决农膜残留问题，每年推广示
范面积在7500亩以上，“目前随着生产
厂家增多，全生物降解地膜价格有一定下
降。我们要通过示范推广，提高农户对降
解地膜的认识，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由四联集团整合蓝宝石LED及智能
控制技术构建的市政照明系统已在大足
区全面推广。

“以前我们的路灯照明采用传统高
压钠灯，照明效果与LED灯差距很大。”
大足区市政部门负责人说，为实现节能
控制，大足方面联合四联光电科技对辖
区内公共照明设施进行改造。

如今，LED绿色节能路灯不仅使用
方便，在路灯管控上也更加“智慧”——
通过应用无线通信、大屏幕指挥调度和
城市地理集成等信息技术，形成精准、可
视化、全方位的路灯照明设施智能化管
理平台。此举让大足每年节约电费650

多万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万多吨，
减少二氧化硫排放430吨。

实施技术创新带动产能增长的同时，
通过实现低碳、循环生产，增添产品“含绿
量”，这样的绿色企业在重庆有不少。

位于两江水土国际数据港的两江云计
算数据中心，机架上一台台服务器时刻都在
安静地运行，持续为产业链下游企业提供算
力支撑。在这背后，一场“绿色变革”也在加
快推进。

“我们联合多所高校开展研究论证，
通过提升数据中心的制冷系统效率、优
化冷热气流、充分利用自然冷源等多项
节能措施，每年可节省用电量约240万

千瓦时，相当于减少了碳排放733吨。”
两江云计算公司园区负责人称。

不仅新兴产业企业纷纷在加速低碳
转型和绿色发展，不少传统产业企业也
在增加“重庆造”产品的“含绿量”。

在万盛浮法玻璃公司，玻璃生产线
投产时所产生的烟气最高温度超过
500℃，这些废气如果直接排放会造成热
污染。

“我们通过建立玻璃熔窑烟气余热发
电项目，回收高温烟气用于发电，不仅保护
环境，每年还解决企业约1/4的用电需求，
并减排二氧化碳4.6万吨，节约标准煤1.77
万吨。”浮法玻璃公司负责人说。

作为工业重镇，近年重庆在发展绿色
低碳工业方面一直不遗余力，陆续实施一
揽子“绿色政策”，持续推动产业绿色转型。

去年10月，市经信委联合市发改
委、财政、生态环境等6个市级部门联合
制定《重庆市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
提出将实施22项政策举措，计划到2025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比
2020 年下降 14.5%，建成绿色园区 30

个、绿色工厂300家。
在具体路径上，该行动计划提出，将

聚焦钢铁、化工等重点用能行业和用能
领域推进节能提效改造升级；围绕电机、
变压器等通用用能设备，持续开展能效
提升专项行动；推动工业企业、工业园区
加强全链条、全维度、全过程用能管理，
系统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综合能效水平；
推动构建状态感知、实时分析等能源管

控体系，提升节能技术装备产品供给水
平，发展节能服务。

市经信委表示，接下来我市将加速
围绕企业层面推进能效“领跑者”和绿色
工厂创建，从生产源头降低能源消耗，削
减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还将通过引育
第三方绿色制造服务商，面向中小企业
提供专业服务，促进企业、园区、行业之
间的链接共生、原料互供和资源共享。

工业园区是工业经济发展“主战
场”。当前，全市越来越多的园区通过多
种方式推动产业向绿，带动环境变美。

比如，刚获评2022年度国家级绿色
园区称号的重庆经开区，此前其辖区内
的茶园污水处理厂一度污水溢流影响环
境，给周边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带来不
良影响。

对此，重庆经开区通过协调东港污
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与茶园污水
处理厂形成管网连通，既解决后者污水
溢流问题，又保障了前者按期建成投用。

市内另一个国家级绿色园区长寿经开
区，通过构建多级防控体系，保护沿江生
态。

在长寿经开区，不仅定期举行常规
性消防演练，还为防止工业污水给周边
水源带来污染，建立起公共管网、防控水
坝等多级防控体系，将工业污水引入污
水处理厂进行10余道工序的专业处理，
确保不让污水污染周边土壤和水源。

当前，市内不少工业园区还广泛植
入各类智能传感器等“神经末梢”，全面
采集暖通、给排水、变配电监控等数据，
实时了解园区内企业的水、电、气能耗使
用及碳排放情况，全面提升园区环境监测
的精细化程度和效率，并以此面向高耗
能、高风险企业进行定向精准可视化监管
——当企业排放超标时系统会自动预警，
由园区及时介入帮助企业排除隐患。

随之而来的是一批低碳园区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推动产业“绿色蝶变”。比如
在重庆经开区，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催
化剂有限公司正在加紧推进低碳工厂建
设。这是全市首个“低碳工业园”示范工
程，包含了碳捕集、智慧能源、绿电替代等
5类系统，集光伏、小型风电、储能等多种
能源方式于一体。该项目建成后，全年可
实现碳减排4500吨，相当于种植了90万
棵树。

“我们还将引入全市首套应用于低
碳工厂的小型超低浓度碳捕集系统，目
前正在对设备进行检修调试，达产后每
年可捕集二氧化碳150多吨，让整个园
区更加绿色环保。”该公司负责人表示。

重庆绿色制造“启示录”
——29家渝企入围2022年度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背后

产品向绿产品向绿 提高“重庆造”含绿量

三招成就全国“膜范生”
——重庆废旧农膜回收利用调查

政策向绿政策向绿 持续推动产业绿色转型

产业向绿产业向绿 园区更美更低碳更智能

□本报记者 夏元

市委六届二次全市委六届二次全
会强调会强调，，要在坚持生要在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上探态优先绿色发展上探
索新路子索新路子，，加快发展加快发展
方式绿色转型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深入
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推进环境污染防治，，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提升生态系统多样
性性、、稳定性稳定性、、持续性持续性，，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碳中和。。

重庆的绿色发展重庆的绿色发展
之路该如何走之路该如何走？？先行先行
者已经为我们带来了者已经为我们带来了
启示启示：：

在 城 市在 城 市 ，，入 围入 围
20222022年度国家级绿色年度国家级绿色
制造名单的重庆企业制造名单的重庆企业
或园区为工业的绿色或园区为工业的绿色
低碳转型提供了借低碳转型提供了借
鉴鉴；；

在乡村在乡村，，三个妙三个妙
招使重庆成为废旧农招使重庆成为废旧农
膜回收率稳居全国前膜回收率稳居全国前
列的列的““膜范生膜范生”；”；

在山区在山区，，探索打探索打
造造““全生命周期安全全生命周期安全
绿色智慧矿山绿色智慧矿山”，”，不仅不仅
改变了行业粗放式发改变了行业粗放式发
展的旧模式展的旧模式，，还拓展还拓展
出新业态……出新业态……

一个个案例一个个案例，，生生
动展现了绿色发展的动展现了绿色发展的
全新路径全新路径，，将为重庆将为重庆
稳妥推进稳妥推进““双碳双碳””提供提供
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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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妙招

22妙招
从地膜回收价格每斤不超过0.2 元，提高到地
膜每斤0.35元、棚膜每斤0.7元

33妙招
不仅提高了作物产量，还减少了除草、捡拾农膜的
人工成本

推广可降解地膜

设置“保护价”

全市已累计建成村级回收网点6947个，覆盖率达
到86.8%

提高回收网点覆盖面


